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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华

［摘 要］ 1927 年 11 月，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土地革命和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严酷斗争中诞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这段历史有密不可分
的内在关联。传承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基因，对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团结奋进十分有益。
［关键词］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红色基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27 年 11 月，在祖国南部粤东大地的惠州与汕头之间，中国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严酷斗争中诞生。回望 90
年前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图景，我们十分感怀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海陆丰革命先烈、革命
前辈和广大人民群众。从新的历史实际出发，体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这段历史密不可
分的内在关联，传承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基因，对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团结奋进是十分有益的。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对这一问题的
认识。

一、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建的思想准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引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所依托的海陆丰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著名的
根据地之一。其范围含海丰、陆丰两县，①1928 年春扩大到周围邻县不少乡村，计有人口百万以
上。②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两支武装队伍，在起义受挫后曾在这里汇集，这部分革命军队与海陆丰
广大工农群众一道，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海陆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其苏维埃政权领导下，在中
国率先实行土地革命，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擎旗人中，彭湃同志是最具代表性的。他于 1896 年 10 月 22 日生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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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海丰县县城龙津溪畔的一户地主家庭。1917 年夏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21 年 5 月回

国，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1922 年，他将自己分家所得的田地分

给佃户。1923 年创建海丰县总农会，任会长。1924 年参加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第一至

第五届主任;同年 8 月建立广东农民自卫军并任该军总指挥，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彭湃同志成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擎旗人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

部经济科留学期间，于 1919 年五四运动后即开始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并在 1921 年开始“对马氏

发生信仰”且“益深信”有密切关系。1920 年 10 月，彭湃与同在日本留学的李春涛等发起组织了

赤心社。该社的宗旨是，以《共产党宣言》为“母本”，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先声”，“赤心报国”。①

赤心社成立后，为更好地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彭湃还经常到好友所在的帝国大学听日本最

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河上肇博士讲课，并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堺利彦等接触交往。

不久，彭湃又在东京参加了堺利彦等发起组织的国际性组织———戈斯摩俱乐部( Cosmo － Club) ，

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他还积极参加了日本劳动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等活动，并进一步结识

了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此外，他还听了日本进步学者讲授的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课，

参加了日本进步团体———建设者同盟组织的对一个县的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这些经历，都为

他在回国后逐步开展起农民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1921 年 5 月初，彭湃接到祖母病重的家信，于是匆匆写完毕业论文交给学校，来不及参加毕

业典礼就回国了。不久他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当时在广州工作的陈独秀、谭平山等

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从 5 月初回国到 9 月 1 日前，他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 5 月下旬，发起组织

社会主义研究社; 7 月 30 日，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同日，他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一文中

写道: “今日的社会状态，无论同一地方及同一语言的人，常见知识阶级所谈论演说的，贫民阶级

好像‘鸭仔听雷’，一些不懂! 这岂不是现社会一种怪象吗? 教育与贫民分离，这是个铁证! 我们

知道现代教育的缺陷到了这个地方，特组织劳动者同情会，表同情于劳动者。凡我们能力所能及

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智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②由于彭湃的工作

很有成效，8 月 12 日，海丰部分学生请愿，要求彭湃为劝学所长。同月中旬，他和郑志云等前往广

州。在广州期间，彭湃又会见了陈独秀。

同年 9 月 1 日，彭湃写了反映他在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代表作之一《告同胞》一文。

此时，距中共一大开幕仅一个多月，并且，彭湃还不是中共党员，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该文的

主要内容是:

其一，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分析现实中国社会的法律、政府、国家的状况以及私有财

产制度与它们之间“互有连带的关系”。

其二，指出需要给现在社会“找个治疗的手术”———“社会革命”。而这个社会革命，“就是实

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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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剖析社会上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误解( 如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是“无法律”等，为

社会主义正名) 。

其四，强调不能以实现社会主义“极难做到”，而放弃今日应有的努力。

基于上述认识，在该文的最后，彭湃号召大家: 诸君! 有志者事竟成! 我们既承认现社会中

种种罪恶，种种缺陷，有不得不实行社会革命之决心，我们就应当“赶快觉悟”、“赶快结合”、“赶

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①

可以说，以彭湃为代表的海陆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引下对解

决中国问题、解决海陆丰问题的思考，是几年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得以创建的最重要的思想准

备。这一红色基因，从历史角度对 90 多年后中共十九大党章总纲部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

是一个有力的诠释。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

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

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②

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有力昭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一书收入的“历史文献”中，海陆丰党政组织向人民群众着力说明的

重要情理是，“苏维埃政府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完全受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没有中国共产

党，当然没有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工农兵谋利益的，苏维埃政府也当然是为工农兵
谋利益的。”③这是 1927 年 11 月 18 日，东江革命委员会代表演说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之前，
同年 10 月，《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一文号召: “我们的党组织与宣传必要更加扩大。
……能公开的地方，可以召集大会公开宣传党的政策与主义，使‘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在每一个农
民群众中喊出来。并公开征收同志，审查其可以加入者尽量介绍加入”。④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以自己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群众
对共产党的信任与拥护，赢得人民群众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这特别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切实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这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领导
革命斗争的最核心的内容。1927 年 11 月 6 日，《海丰县临时政府布告( 第九号) 》写道: “本政府
解放农民痛苦，执行土地革命，一切土地皆归农民”。⑤ 为此，该政府对继续向农民收租的田主、对
私藏土地契约或窝藏地主土地契约者，实行严厉的惩处措施⑥。同月 20 － 21 日，海丰全县工农兵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没收土地案》。这是我国第一部载有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具体政策的土地纲
领。这次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分配土地的五条标准，其中前四条分别是: “一、照人数多少分;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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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力量( 老幼强弱) 分;三、照家庭经济( 有无别种收入) 状况分;四、照土地肥瘠分”。① 为保证

土地革命的进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根据斗争之需，县设土地委员会，区设土地科，督促指导农民

分配土地，并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使用证。据海陆丰两县委报告，截至 1928 年 1 月 14 日，海

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总数的 80%，陆丰县没收和分配土地占全县总数的 40%。② 海陆丰

苏维埃政权领导该地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一些好做法，为后来其他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提

供了有益借鉴。

二是，焚毁一切封建的契约债务关系。③ 这对豪绅地主阶级用以强迫农民自己出卖自己，同

时对农民进行重利盘剥以从未有过的打击。

三是，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以做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④。

以海丰为例，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如无正式军队驻防，任何反动派不能在海丰安身。……乡

村中几无一反动派胆敢隐藏”。不仅如此，“在反动势力高压时，如有同志逃赴或经过农村间，每

个农民同志均亲密异常，殷勤款待”。⑤ 由此可见海丰工农革命武装力量在当时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是，从多方面发扬人民民主和推进海陆丰的社会建设，激扬清正的社会风气。“喊出苏维

埃这个口号者是共［产］党东江特委。民众经过短期的宣传，然后才深刻知道苏维埃而赞同与希

望其成立。”⑥就海陆丰苏维埃成立的方式看，县苏维埃由全县工农兵士代表组织全县工农兵代表

大会选举代表而成立。其代表大会的代表，均由工农兵群众自己选出。代表人数目以各县人数

为比例。就选出的代表看，海丰约 180 人，陆丰 150 人。其中农民成分最多，工人次之，兵士最次

之。⑦ 这种人民民主是海陆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该红色区域的农妇组织及

少先队组织纷纷成立。妇女和少年儿童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也得到从未有过的发挥。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所做的这些工作，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

农贫苦民众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的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

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

一切的锁链。”⑧

据许冰 1929 年 1 月回忆: 1928 年旧历新年初一，海丰民众集会庆祝。“集会就在一个百亩阔

的红场，地下铺满青松，将红布扎了三四个讲演台，分三个座位，中间就是工人和兵士，右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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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左边就是农民，到会的人数整整有十多万，满空红旗招展，真形容不出他一种庄严和威

武。”①

固然，在革命过程中，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确实存在“左”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处在幼年时期

的党尚缺乏经验所致。而就其主流和本质看，这一政权是为海陆丰最广大人民群众谋根本利益

的政权。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与当年海陆

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所处的历史环境、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留给我们的绝不应褪色的红色基因。中共十九大党章在习近平同

志所做政治报告基础上庄严载明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②以及十九大

报告和党章对全面从严治党所做的各项规定，是党在新时代传承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以及后来各

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红色基因的鲜明例证，它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经受严峻考验:革命理想高于天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创建和存在的时期，从全国范围看，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极端白色恐怖的

时期。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坚持，承载着以彭湃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高于天的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在海陆丰革命斗争兴起以及在此后革命斗争的严酷考验中，彭

湃同志自己和他的多位亲人———蔡素屏( 结发妻) 、许冰( 爱人) 、彭汉垣( 三哥) 、彭述( 七弟) 、彭

陆( 彭汉垣之子) 等相继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海陆丰的其他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以及人民群

众，在坚持武装斗争的 7 年中，被反动派屠杀或迫害致死的达 3 万余③。

彭湃同志是在领导海陆丰革命斗争中得到锻造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英烈之一。1929 年 8 月
24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

十二号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他不畏肢断骨裂的酷刑折

磨，坚贞不屈，8 月 30 日下午，被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枪杀，年仅 32 岁。与他一同被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的还有杨殷(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 、颜昌颐( 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秘书) 、邢士贞( 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 。闻悉这一噩耗后，8 月
31 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即以

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9 月 2 日，该宣言在中共中央机

关报《红旗》第四十三期发表。宣言写道: “彭湃同志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海陆丰苏维埃委

员长，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阶级的革

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身领导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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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丰县党史研究室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1 页。

《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17 年 10 月 24 日通过) ，《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9 日。

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陆丰县党史研究室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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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

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动群众心

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派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劳

苦，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①宣言

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以革命的斗争回答白色恐怖”。②

面对极端的白色恐怖，海陆丰苏维埃政权领导海陆丰人民群众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顽强

奋起，力推海陆丰革命斗争在曲折探索中前行。这种坚强革命意志的铸就，离不开他们对崇高革

命理想的追求。在《彭湃文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以及相关研究资料集中，无一例外地都收录

了 1927 年 11 月 19 日彭湃《在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其 5600 余字，分作四部分:

一、外国，二、中国，三、广东，四、海陆丰。在“一、外国”部分，彭湃以极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列主义

关于劳动阶级解放的学说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情况。他讲道: “八十年前有一位老先

生———马克思，他看见这种情形③，知道无钱的人要得到胜利，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所以他叫一句

口号: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今天，大家代表，来这里开会就是要团结我们工农兵力量”。④

他还说: “俄国是一个大国，他的耕田人非常的多，十年前，也和我们中国一样，受着有钱人欺负，

过那奴隶牛马的生活”，“但十年前有一位列宁先生，他是马克思高足弟子，看见这种情形，就在俄

国中组织一个共产党。……列宁从此他就领导俄国工人、农民，从资本家阶级手里，夺回政权，把

土地分给农民，把工厂分给工人，组织一个苏维埃政府，政府的委员，都是工人和农民做的。”⑤彭

湃还介绍了俄国的“赤军”，认为它“和我们的工农革命军一样，大家都武装起来，和敌人冲击”⑥。

彭湃还针对“各国的有钱佬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对新生的苏俄、苏联的非难，而特别介绍了列宁领

导的共产国际的情况。他并鼓励与会者“胜利终是贫人的，只看贫人团结的力量怎样”⑦。为了实

现“胜利终是贫人的”这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彭湃等共产党人率领海陆丰人民群众前仆后继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中

国革命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责任编辑: 周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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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研究史料》编:《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67 － 268 页。
《彭湃研究史料》编:《彭湃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69 页。
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
澎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99 － 300 页。
澎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1 页。
澎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1 页。
澎湃:《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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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tor for the young students’movement by publicizing the CPC’s idea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cur-
rent affairs and answering the students’puzzles in their mind． The Mass Weekly media publication in
the area run by KMT played an active and promoting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mo-
cratic movement．

The New Trend Monthly and the May Fourth New Ideas
Du Cuiye

Abstract: The New Trend Monthly，edited by the New Trend agency of Beijing University，was
launched in January 1919． The editing department was composed by three people，Fu Sinian ，Luo Jial-
un and Yang Zhenshen，with Fu Sinian as the editor in chief． As a student journal，in the years when
different kinds of publications appeared now and then，it became a star publication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well － known in the history and even surpassing the New Youth in the distribution numbers． But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New Trend Monthly became silent，out of sight． Why? The same
journal had different fate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It seemed accidental，but it had definite laws inside．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minds of that time and tried to fi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ideas and social psychology and give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researching social new ideas
media today，by summari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ew Trend and May fourth new ideas from the
clues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Theory on the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Zhang Ye
Abstract: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positions of the Red Culture’s inheritance and cultivatio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Red Culture’s cultivation has been completed in universities，at the
same time，the system are dealing with all kinds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
ness and highlight the time value of the Red Culture’s cultivation，we need the advanced theory of edu-
cation concept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and build a broad and solid bridge between the mining of
Red Culture’s connotation and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all － 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students，Existential theory，constructivism theory and the positive psychology，can provide instructive
perspectives and implemented path．

Research on the Publicity Education Spread of the Model“Internet Plus Red Culture”
Si Yang，Wang Jin

Abstract: The coming of the“internet +”time has brought the new ideas for the red culture
spread． This paper tries to organize the spread features of the“internet plus red culture”model，sum-
marize the spread principles of popularizing and guiding，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combining truth and
value，so as to make the wider and better publicity education effect by enlarging the spread ways，crea-
ting spread atmosphere and producing the internet red culture with a brand name．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Hailufeng Building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Tong Hua
Abstract: In November，1927，Hailufeng Soviet Political Power，the first workers and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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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ower of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was born in the land revolution and the severe struggle a-
gainst KMT reactionary rule． In the new era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he inner
close relation with this period of history． Inheriting the red gen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in Hailufeng
is very useful for us to study the spirit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and unite and advance on the new
journey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nterpretation of the“Red Culture”Symbols and Their Medium Function
An Ran，Wang Boran

Abstract: The“Red Culture”symbol is the concept based on the semiotics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angl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this paper will explain the concept of the kernel and form of the“Red
Culture”symbol． The kernel of the“Red Culture”embodiment as“Red Spirit”，and its for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aspects as material state carrier and immaterial state carrier，the“Red Culture”symbol
is the integration of connotation and form ． The role of the“Red Culture”symbol can be achieved only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raction． On the basis of“I － me”theory from Mead，George Herber，the val-
ue of red culture symbols can be embodied in its media function，namely help individuals achieve the
“Red Culture”identity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of subjective I and social me．

The Bay of Pigs Incident and the Choice of the Cuba’s Path to the Communism
Zhu Dawei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in 1959，Cuba carried out a democratic and nationalis-
tic reform，which greatly violated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uba． The U-
nited States began to impose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Cuba，and Cuba counterattack strongly． Mean-
while，Cuba Resorted to Soviet and East Europe Blocs for help，an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 po-
litical and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view of the Cuban regime of communist concerns，un-
d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Cold War mentality，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decided to subvert the Castro
regime to curb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then the Bay of Pigs incident occurred． The
Gulf of Cuba after the incident officially open to the socialist camp． Since then，the Soviet Union to
strengthen the full penetration of Cuba，the United States implement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on the
whole of Latin America to contain communism，East － West Cold War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amps forward positions officially extended to the Caribbean． The Bay of Pigs incident was born because
of the cold war，but also changed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the Cold War development，then put the
cold war to the 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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